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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心理學概括地說，是研究管理過程中人的心理現象、心理過程及

其發展規律的科學。是把心理學的知識應用於分析、說明、指導管理

活動中的個體和群體行為的工業心理學分支。目的是最大限度調動調

動人的積極性、改善組織結構和領導績效，提高工作生活質量，建立

健康文明的人際關係，達到提高管理水平和發展生產的目的。 

產生和發展 

19世紀末，資本主義得到發展，生產規模日益擴大，對企業的管理也

更為複雜，勞動組織和合理安排也提到科學研究的日程。這時出現了

科學管理的學派，其代表人物是泰勒。泰勒著重研究了工人操作合理

化的問題，但他把人看成是經濟人，忽視了人的社會性。第一次世界

大戰對管理心理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，參戰各國都力圖利用心理學

原則來改進管理，提高生產為戰爭服務。例如，制定人員選拔和訓練

的方法，研究最有效的組織形式，調整工人與管理人員的關係等。戰

後，工業生產的發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，如人在生產中社會性因素

的作用等。以社會心理學家梅奧為首的一批專家進行了霍桑實驗，提

出了「社會人」的理論。他們認為，單靠物質刺激不能保證調動工人

的積極性。良好的人際關係，有利的社會條件與工作效率有更密切的

關係。此外，他們還提出了非正式組織在群體中的作用。第二次世界

大戰中工程心理學的發展，強調研究人-機關係，同時也提出了解決人

-人關係，人-組織關係的問題。戰後，許多學者總結了戰時的經驗，

考慮到有必要建立一門研究人的行為的綜合科學，認為可以把人與社

會，人與生產中的諸因素統一加以考慮。於是 1949年在美國芝加哥大

學的一次討論會上，便提出了「行為科學」這一名稱。其後美國福特

基金會給予了經濟上的支持；在許多大學中開展了有關行為科學的研

究，並出版了行為科學雜誌。由於行為科學這一名稱過於廣泛，有人

把醫學中的行為研究、動物行為研究等也包括在內，不能突出與生產

管理有關的工作。所以後來有不少單位與專家採用組織行為學或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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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學的名稱，專指在一定組織內活動的個體和群體行為的研究。在

中國則多用管理心理學的名稱。 

研究與應用 

管理心理學主要研究與組織行為有關的人的個體特點，如動機、能力、

性向等；人的群體特點，如群體的分類、人與組織的相互作用等；領

導行為特點，如領導風格，領導的評估與培訓等；組織理論與組織變

革，如組織的模型，組織變革與組織開發研究等；工作生活質量研究，

著重從改善工作環境，工作豐富化、擴大化方面調動職工的積極性，

提高生產率；跨文化管理心理學，比較不同的地區、國家、社會制度，

文化背景下管理行為的異同，為國際間的經濟交流、合作經營企業提

供科學依據。 

在研究方法方面，管理心理學並沒有一種適用於解決一切問題的通用

的方法。它主要以心理學及社會學的研究方法，如觀察法、訪談法、

問卷法量表法、個案分析、准實驗研究、社會調查、公眾意見調查等

方法為基礎，結合管理實際，根據不同的情況、不同的問題，採用適

宜的方法，使問題的解決有客觀的科學的根據。 

管理心理學主要應用於人為資源的研究，如利用測驗方法選拔職工，

或應用評價中心方法對領導進行評價；由專家組幫助企業增加自我完

善的能力，帶動各種組織進行改革；決策理論的應用，如協助大企業

對重大項目、經營戰略進行審定等。採用決策會議方式，在專家指導

下，利用電子計算機及專門的決策軟體可以大大加快決策的制定過程

和提高決策的質量；工作生活質量研究，如制定更完善的作業班制度，

防止事故，減少工作的應激等。 


